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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要增强为人民做好学问的意识 
 

重庆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孟东方 
 

 

    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志向和传统。增强为人民做好学问的意识，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要树立的意识。具体来说

要做到三个方面： 

    心系人民，做好学问 

    最根本的是要树立人民群众主体观念，抛弃个人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人民导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唯一导向遵循，它决裂于一切庸

俗私利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以人民的价值为评判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果贡献唯一的检视标尺是人民。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做出经得起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抛弃各种私利观念。社会担当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品质。抛弃私欲杂念，积极服

务人民是内在要求。就现实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

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

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坚持真理，做真学问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被 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

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力”。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定中国特色理论自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

从客观依据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崇尚人民主体价值观；从实践精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

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是

深具中国特色的新版。 

    树立踏实求真的好学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

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

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因此，要强化社会责任，“推动形成

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 

    开拓创新，做实学问 

    勤于科研，出新成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

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站好高校讲台阵地。特别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被边沿化、空心化、标签化；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强等问题，要切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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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各学科领域的指导地

位，也要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提升学术原创能力和水平，推动学术理论中国化；

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转化，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推动中国话语的国际

化。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服务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研究地方特色基础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当地独特

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并着重突出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把社科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让哲学

社会科学能被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并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用，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 


